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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一年级数西师大版的加减法教学反

思(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人教版一年级数学连加连减教学反思篇一

9月25日我们在济渎路小学听了张**老师和史若兰老师的课，
感触很深刻，没来之前觉得这估计也是一场形式大于内容的
培训，没想到是一场实战演练，所以在听完课之后我把《母
鸡》这篇课文又读了一遍，重新设计了教学内容。

结合两位老师的教学设计和课堂反馈，又读了课文和教参，
我把教学重点放在作者对母鸡的前后感情变化上，然后写作
方法贯穿课堂，最后升华主题，点出母爱。因为这是一篇略
读课文，所以教学方法上采取小组合作，自读自悟，自由交
流。

在给学生上课的过程中，在进行到初读课文小组合作，找出
母鸡的讨厌和喜欢的地方，以辩论的形式进行，这个环节，
学生们情绪激动，课堂气氛活跃，不足的是学生语言组织能
力很差，不能按规范的句型来表达，一遍一遍的提醒，很浪
费时间。其实我的重点是想放在后面喜爱上，所以在后半部
分，时间明显很紧张，在体会喜爱的部分，想引导学生抓住
一些字词来体会这是一只怎样的母鸡，动作的词语还可以延
伸表演或想象，这些环节就很仓促的结束，最后引读第9自然
段，升华母爱。在写法对比上，由于学生还没学过《猫》只
是快速浏览后点出作者在情感上有什么变化，最后总结写法，



写动物时要抓住动词，写出特点，真情实感等这些方法。

总之上完课后觉得时间很紧张，一是学生自身语言表达能力
不强，尤其是句子训练，以后要在课堂着重练习；二是要根
据学生特点来设计教学设计，一些环节可以删繁就简，达到
教学目的即可，尤其是这种略读课，张小娟老师这种扎实、
朴实的课既实用又简单。三、就我自身来说，备课很想当然，
年轻老师一个弊端就是想法很丰富，但实行起来并不能达到
好的教学效果，这一点我要多向老师学习。

人教版一年级数学连加连减教学反思篇二

《母鸡》是在学了老舍先生写的精读课文《猫》后安排的一
篇略读课文。课前的学习提示是这样写的:在老舍的笔下，那
只既古怪又可爱的猫跃然纸上。下面这篇课文也是老舍写的。
认真读一读，看看他写的母鸡又是怎样的;再比较一下，两篇
文章的写法各有哪些特点。

《母鸡》描写了作者对母鸡的看法的变化，表达了对母爱的
赞颂之情。课文以作者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前后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前半部分写了母鸡的无病呻吟、欺软怕硬和拼命炫
耀，再现了一只浅薄、媚俗的母鸡;后半部分则描写了母鸡的
负责、慈爱、勇敢和辛苦，塑造了一位“伟大的鸡母亲”的
形象。作者对母鸡的情感由“讨厌”转变为“喜爱、尊敬”。
本文的语言风格比较口语化，直白自然，发着浓郁的生活气
息，读起来令人感到亲切舒服。这篇课文的重难点是引导学
生自读自悟，体会母爱的伟大，并通过比较老舍两篇文章的
特点，感悟作者的语言风格，加强语言实践。四年级的学生
虽已初步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自读自悟方面的学习能力，
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内容浅显，学生很容易理解课文内容，
要求在一课时内学完。但在体会作者情感和写作方法时需要
教师加以适当点拨、引导。教学中的作文指导方法不正确、
不具体。这篇课文以作者的情感变化为线索来组织文章内容，
重点段落各有特色，在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其中的特点



来积累好词好句。如在学习第7段中，就应该抓
住“蹲”、“挤”、“伏”、“爬”、“啄”等动词来体会
母鸡的“慈爱”。而我在进行作文指导时是从大处着手，没
有让学生得到具体的写作方法，全是泛泛而谈。

总之，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我应该注意训练学生善于表达
的能力，要注重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

人教版一年级数学连加连减教学反思篇三

星期五上午我们学习“识字二”《对联》。我先范读四副对
联，然后让学生试着读一读，学生读不出对联的节奏，我教
学生在课本上画出节奏，之后又领着学生读了一遍。然后我
再范读，让学生感受，品味。而后学生再试读。

学习完本课生字，背会了这几幅对联，我教学生认识对联的
特点：上下联字数相等，词语相对。我知道光靠老师说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我出示几副对联，上下联顺序是错乱的，让
学生读一读，自己试着连一连。如：

好山好水好景岁岁有余

处处春光好寿比南山不老松

年年大发新岁新春新人

福如东海长流水笑脸迎客生意兴隆

文明经商热情常在家家气象新

学生连得很正确，然后我创设不同的情景，让学生想一想：
哪一种情景用哪一副对联合适？学生很聪明，都选的非常准
确。



在教学中，我始终都认为应该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
思维，不能死抠课本，这样做于考试来说，似乎是浪费时间，
但实际上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学的灵活，
才会学有所得。

人教版一年级数学连加连减教学反思篇四

一、成功之处：

在教学中，我力争创设丰富的教学环境，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大胆让学生自主阅读课文，自由体会文本，获得阅读感
受。让学生享有个性化的、自由的发展空间，使课堂充满生
命活力，同时也不忽视语文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力
求两者的和谐统一。

在教学中，我能抓住重点句理解作者对母鸡的感情：讨厌到
不敢讨厌，再切入课文抓住重点句学习，理解作者讨厌母鸡
是因为母鸡的无病呻吟，欺软怕硬和拼命炫耀。而后重点理
解作者为什么不再讨厌母鸡的讨厌，让学生从文中找句子理
解。最后解决为什么用“不敢”，让学生体会到因为母鸡的
辛苦、勇敢、慈爱、负责，所以作者敬佩母鸡。课文结尾作
者说“我不敢讨厌母鸡了”。他对母鸡的感情上升到了尊敬，
崇拜。要总结出这一点非常困难，需要孩子用心领会。许多
孩子对课文理解得不深，所以读不出作者的这种感情。

在教学中，我还极力抓住语言文字进行训练，体现语文味。
比如，在教学完为什么讨厌母鸡后，请学生说话训练：这是
一只__________的母鸡。以此进行这一部分的总结，学生对
于这部分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

在教学中，我还注重适当地运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起到
了较好的作用，既利用了有效地课堂时间让学生掌握了更多
的知识，又利用图片、音乐等资源激发了学生的情感，加深
了对文本的感悟。



二、不足之处：

当然，在教学中还发现了很多不足，课堂容量过大，课堂中
朗读的部分太少，没有过多的带领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将情
感融入文字中，当学到作者对母鸡赞美的段落时，应该让学
生把那种赞誉通过多次朗读表达出来，通过深入的朗读，学
生才能对作者的情感变化、作者对母爱的赞美才能在课堂上
得到尽情的体会。

人教版一年级数学连加连减教学反思篇五

《母鸡萝丝去散步》是一本外国经典图画书，它的文字与画
面形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对比：文字讲述的是母鸡萝丝去散步
的平淡无奇的故事，而图画则还讲述了狐狸追逐猎物却屡屡
受挫的故事。为了引导孩子在笑声中理解故事内容，重点讲
述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故事。我决定分三个环节来引导学生
理解故事、分析故事，并感受、体验故事所带来的乐趣：看
图听故事学动词——自主阅读、大胆讲述——作品欣赏与经
验分享。

试教之后，我觉得整节课孩子都被我“牵着鼻子走”，结果
使孩子对图书的兴趣没有我预计的那么浓厚，教学重点不突
出。这时我意识到，不可能只通过一次阅读活动就达到所有
的目标，应该在若干个活动中分别体现出来。针对第一次试
教出现的问题，我首先将开始部分做了调整，加入了老师的
体态语言和语气节奏的暗示，带动学生积极地模仿动作、学
习词语，结果孩子很快就掌握了动词的学习。其次，我将孩
子自主阅读作为活动的重点。上完本堂课后，我最大的困惑
在于：怎样来引导孩子参与故事情节的讨论？课后我经过反
思，发现在引导学生参与故事情节讨论的提问上，缺乏了层
次性，科学性，回应也不够恰当，因此孩子参与的积极性也
不够高。绘本是教师和学生一起探索图画书的含义？还是把
问题抛给学生，学生再根据老师的提问来思考？后来经过研
讨，大部分老师都认为应该让学生自己来探索图画书的含义，



因为绘本是让孩子自主阅读的图画书，让孩子自主阅读之后，
再提出自己的疑问，最后大家一起商讨，解决问题。看似简
单的绘本教学，想要上好似乎不易，需要我们老师较强的课
堂应变能力，因此我们老师要不断研讨，一起发现不足，共
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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